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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! 目的 分析 8::;<!""; 年江苏省赣榆县肾综合征出血热9HIJ*=人间与兽间疫情及控制效

果监测的结果!探索控制 HIJ* 的有效途径" 方法 利用赣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资料#

人口资料及调查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"结果 江苏省赣榆县 88 年来共发生 HIJ* :!$ 例!年平

均发病率 ?5"@K8" 万!死亡 : 例!病死率 "5:?L$全年各月均有发病!呈现春峰和秋冬峰!春峰有下降

趋势!而秋冬峰则呈上升趋势$该县 8? 个镇均有发病!呈现丘陵M平原M沿海的地区发病特点!丘陵

与平原发病呈下降趋势$发病年龄集中在 $"";" 岁年龄组!占 @#5!?L$男女性别比 !5!;#8!有下降趋

势$病例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 ?#5:#L!其次学生占 @58?L$88 年健康人群免疫水平调查显示!抗<
H3 NCO 抗体平均阳性率 885$#L!隐性感染率与人间疫情间呈负相关$从临床诊断患者的血清学核

实情况看!符合率为 @G5$: L!存有大量误诊" 8::; 年以来!每年对春季室内#秋季野外进行宿主动

物密度及带毒情况调查!捕获的宿主动物种类有 ! 目 $ 科 @ 种!其中褐家鼠#黑线姬鼠分别为室内

及野外的优势鼠种!带病毒率分别为 !5#@L#$5"@L$春#秋季鼠带毒指数分别为 "5"!?#"5"!;" 对该县

8::; 年以来监测资料与人间疫情进行相关性分析!春季鼠带毒指数与年发病率及春峰#秋峰发病率

均呈正相关!秋季鼠带毒指数%8::;<!""G 年&与次年%8::@<!""; 年&春峰发病率均呈正相关" 结论

疫苗接种是控制 HIJ* 的有效途径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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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123456784 年赣榆县 9:;< 发病死亡情况

=>?%+ 1 @>’+ A>B>%(B, "A 9:;< () C>),& @"&)B, A."D1334 B" E884

年 份 发病数 死亡数
发病率

<@8" 万=

死亡率

<@8" 万=

病死率

<A=

8::? 8"; 9 8"5#" 9 9

8::; 88? 9 885?8 9 9

8::# 88# 8 885?; "58" "5B?

8::B 8!> ! 8!5!8 "5!" 85;8

8::: 8$> 8 8!5:$ "5":; "5#?

!""" :$ > B5B# "5$B >5$"

!""8 ;; 9 ;5!; 9 9

!""! ># 9 >5>! 9 9

!""$ !# 9 !5?! 9 9

!""> ;! 9 ?5#? 9 9

!""? $! 8 !5:; "5": $58!

合 计 :!$ : B5"; "5"B "5:B

8:#! 年江苏省赣榆县首次发现肾综合征出血

热<CDE*=患者后!疫区逐渐扩大!流行强 度 不 断 增

强!成为江苏省的重点疫区"随各项防制措施的进一

步落实!近年来 CDE* 发病有所下降!为掌握流行态

势!进一步做好防制工作!开展了人间疫情#鼠间疫

情及控制效果的监测"

1 内容和方法

"!" 资料来源 根据江苏省赣榆县疾控中心$F%F%
疫情室疫情报告#人口资料及调查资料获得发病率#
病死率#季节分布及疫情地区#人群分布资料"
"!# 疑似患者和健康人群特异性 GHI 抗体检测&
所有标本低温保存!并送江苏省 F%F!用间接免疫

荧光法$GD7J%检测汉坦病毒$C3%抗体抗!C3 GHI!
疑似患者血标本来自辖区内各医院! 凡抗体滴度

<IKJ=!8"B" 者即为确诊 CDE* 患者’健康人群血标

本来自监测点乡镇!IKJ!8"!" 者即为隐性感染"
"!$ 鼠种群与密度调查 根据该县 CDE* 疫情!选

择有代表性的乡镇$金山镇%为固定监测点!定期进

行鼠种调查!同时按常规夹夜法进行密度调查"
%!& 宿主动物携带 ’( 调查 在监测点每年定期

捕捉各种鼠!取肺组织低温保存!送江苏省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!用免疫荧光法$D7J%检测 C3"

E 结果

#!% 人间疫情 赣榆县 8::?9!""? 年共发生 CDE*
:!$ 例!死亡 : 例!年平均发病率 B5";@8" 万!病死率

"5:BA!8::? 年以来 CDE* 发病呈下降趋势 $!L9"5?;!
"M"5"?%N8O!见表 #"

全 年 各 月 均 有 发 病 !春 峰 $$$; 月 %占 !;5:>A
$!;;@:!$%!发病率 !5$!@8" 万!秋冬峰$8" 月至翌年

8 月%构成比 ?!5#;A$>B#@:!$%!发病率 >5!?@8" 万’
从变化趋势来看!春峰呈下降趋势$!L!"5;#!"M"5"?%!
而秋冬峰呈现上升趋势$!L"5#?!"M"5"8%"

该县 8B 个镇均有发病! 具有一定的地区性!沿

海#平原#丘陵三种地区的发病率分别为 $5$>@8" 万#
B5:"@8" 万 #8;5;B@8" 万 !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

$!!L$":5>;!"M"5"8%! 即 呈 丘 陵P平 原P沿 海 的 特

点!分析三种地区的发病趋势!丘陵与平原呈下降趋

势$!L9"5#8!"M"5"?’!L9"5?;!"M"5"?%!而沿海下降趋

势不明显$!L9"5>!!"P"5"?%"
发病年龄最小 $ 岁! 最大 ## 岁! 主要集中在

$"$?" 岁年龄组!占总发病数的 ;#5!BA!发病率为

?5>!@8" 万! 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!5;>@8" 万

$!!L>!?5"B!"M"5"8%’男女性别比 !5!?Q8’职业发病中

以农民为主占 B#5:#A!呈上升趋势$!L"5?;!"M"5"?%!
其次学生占 ;58BA!工人占 $5!?A"
#!# 疑似患者血清抗)’( *+, 监测结果 8::? 年

以来共报告临床诊断 CDE* 患者 88BB 例!采血监测

率达 B85B!A<:#!@88BB=!阳性率 ;>5$:A"
#!$ 健康人群免疫水平调查 共检测健康人群血

清标本 !;;; 份!抗9C3 GHI 阳性 $"$ 份!平均阳性

率 885$#A!分析人群隐性感染率与人间疫情呈负相

关$!L!"5;#!"M"5"?%"

&-!!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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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! "##$%&’($ 年鼠带毒指数与 )*+, 疫情之间相关性分析-./

01234 ! 56..4317869 1913:;8; 247<449 )*+, 4=8>4?8@ 19> .17
A8.B; @1..84. 89>4C D.6? "##$ 76 &(($

人间疫情
鼠带毒指数

全年平均 春季混合 秋季混合

全年发病率 "578 "5#9 "5$8

春峰发病率 "58: "5:7 "5$!

秋冬峰发病率 "588 "5:$ "5!7

表 E "##$%&(($ 年赣榆县春!秋季宿主动物监测 )*+, 阳性情况

01234 E ,B.A483319@4 6D )*+, =6;878A4 1?69F G6;7 198?13; 89 ,=.89F 19> HB7B?9 89 I19:B 56B97: D.6? "##$ 76 &(($

年 份
春 季 秋 季 总 计

检测数 阳性数 检测数 阳性数 检测数 阳性数

;<<7 7: ! ;"" 8 ;7: :

;<<: #< ! 9: $ ;:7 7

;<<# <9 8 << $ ;<# #

;<<9 << 8 ;"7 ! !"8 :

;<<< <9 $ #8 ! ;#! 7

!""" 7" 7 <$ ; ;8$ :

!""; 8< ; ;"; " ;7" ;

!""! ;:9 8 ;"$ " !#; 8

!""$ ;$: " ;"7 ! !8; !

!""8 7" " << ! ;8< !

!""7 7" " ;"; # ;7; #
合 计 <$$ !7 ;":: !: ;<<< 7;

阳性率=>? 指数

$5#7 "5"87

!57$ "5"!8

85"9 "5"$9

85"8 "5"$#

$5": "5"$!

;"5"" "5"77

!5"8 "5";#

!5$9 "5";7

"5"" "5"""

"5"" "5"""

"5"" "5"""

!58; "5"!9

阳性率=>? 指数

85"" "5"!:

$58< "5"!9

$5"$ "5"8!

;5<" "5"!<

!5#" "5"!:

;5"9 "5"!;

"5"" "5""

"5"" "5""

;5<" "5""#

!5"! "5"!:

:5<$ "5"8<

!588 "5"!7

阳性率=>? 指数

$597 "5"$9

$5"$ "5"!:

$577 "5"8;

!5<8 "5"$8

!5<; "5"!<

85!" "5"8:

"5:# "5""<

;589 "5";7

"59$ "5""9

;5$8 "5"!!

85:8 "5"$#

!5!: "5"!7

表 & "##$J&(($ 年赣榆县鼠密度调查情况

01234 & K9A4;78F174> .17 >49;87: 89 I19:B 56B97: D.6? "##$ 76 &(($

年 份
春 季 秋 季 总 计

布夹数 捕获数 捕鼠率=>? 布夹数 捕获数 捕鼠率=>? 布夹数 捕获数 捕鼠率=>?
;<<7 8"" !$ 75#7 8"" # ;5#7 9"" $" $5#7
;<<: 8"" < !5!7 8"" < !5!7 9"" ;9 !5!7
;<<# 8"" ;8 $57" 8"" !$ 75#7 9"" $# 85:$
;<<9 8$$ ;7 $58: $<# ;9 857$ 9$" $$ $5<9
;<<< 8#7 ;: $5$# 8"" ;" !57" 9#7 !: !5<#
!""" !"" : $5"" 8"" ;# 85!7 :"" !$ $59$
!""; !"" $ ;57" 8"" 8 ;5"" :"" # ;5;#
!""! !"" ! ;5"" 8"" # ;5#7 :"" < ;57"
!""$ !"" 8 !5"" 8"" ; "5!7 :"" 7 "59$
!""8 !"" # $57" 8"" ;8 $57" :"" !; $57"
!""7 !"" 8 !5"" 8"" ;8 $57" :"" ;9 $5""
合 计 $$"9 ;"$ $5;; 8$<# ;;8 !57< ##"7 !!# !5<7

"!# 鼠间疫情 ;<<7 年以来该县每年春秋两季在

监测点进行鼠密度调查! 共布夹 ##"7 夹次! 捕鼠

!!# 只!总捕获率 !5<7>!春秋两季捕获率比较差异

无统计学意义"!!@;59#!!A"5"7#!见表 !$

捕获鼠种为 ! 目 $ 科 7 属 : 种! 即啮齿目鼠科

家鼠属褐家鼠%小鼠属小家鼠%姬鼠属黑线姬鼠&仓

鼠科仓鼠属大仓鼠%黑线仓鼠&食虫目鼩鼱$ 室内优

势鼠种为褐家鼠!野外优势鼠种为黑线姬鼠$

;<<7 年以来监测春季室内及秋季野外鼠带毒

率分别为 !58;>"!7B<$$’%!588>"!:B;"::’! 两者比

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!!@"5;!!!A"5"7’!见表 $$

鼠带毒指数与发病率相关分析( 春季带毒指数

与春峰%秋冬峰及年发病率均呈正相关!而秋季混合

带毒指数则与发病率无相关性)见表 8’&秋季带毒

指数";<<7C!""8 年’与次年";<<:C!""7 年’春峰发

病率呈正相关""@"5:7!!D"5"7’$
检测鼠肺 !"!7 份!阳性率 !57!>"7;B!"!7’!其

中褐家鼠 !5#:>=!8B9#;?% 黑线姬鼠 $5":>=;#B777?%
小 家 鼠 ;59!>=#B$98?% 大 仓 鼠 " ="B78?% 黑 线 仓 鼠

!5#9>=;B$:?&鼩鼱 ;5:>=!B;!7?!见表 7$

$%&! !



疾病监测 !""# 年 # 月 $" 日第 !! 卷第 # 期 %&’()’( *+,-(&..)/0(!1+.2 $"!!""#!34.5!!!645!

表 ! "##!$%&&! 年赣榆县监测宿主动物携带 ’( 情况)"*

+,-./ ! ’( 0,112/1 1,3/ ,4567 4562351/8 95:3 ,624,.: 26
;,6<= >5=63< ?154 "##! 35 %&&!

7/ 8) 9: ;< ;= *:
>??@ !A>"! !B!C >B# >B!> CB>@C
>??C DB>D> >B>@ "BD "B@ @B>C@
>??# DB>!> >B$" !BDC #B>?#
>??E $B#E !B$@ >B!> "B>> "B@? CB!"D
>??? !B?D >B>E !BD$ "B>> "BC @B>#!
!""" @B#@ "B!D >B!D "B!" CB>D$
!""> >B!? "B#C "B$# "B# "B> >B>@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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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份 总 计

@ 讨论

赣榆县 >??@J!""@ 年监测证 实! 各 镇 均 发 生

KL7* 疫情!年平均发病率为 EI"CA>" 万!疫情呈下

降趋势"发病季节呈春峰和明显的秋冬峰!秋冬峰构

成比 @!I#CM!>??@ 年以来春峰呈下降趋势! 而秋冬

峰呈现上升趋势! 提示秋冬峰对全年的疫情影响较

大! 特别是近年来有上升迹象! 说明夏末秋初是

KL7* 预防工作的重要时期"从该病性别#年龄#职业

分布来看!男女性别比为 !I!@!>!发病年龄主要集中

在 $""@"岁年龄组!农民病例占 E#I?#M!并呈上升趋

势!提示农民仍是 KL7* 发病的高危职业" 从发病的

地区分布来看! 该县 $ 种地区的发病率有丘陵N平

原N沿海的特点!符合 KL7* 疫源地和疫区主要分布

在海拔 @"" : 以下的平原和丘陵的特点! 也可能与

该县西北部丘陵地区经济欠发达# 生活卫生条件差

有关" 但近几年来年监测结果显示丘陵与平原的发

病率呈下降趋势!而沿海仍呈点状散发!说明随着人

们 生 活 卫 生 条 件 的 改 善 及 卫 生 防 病 知 识 的 增 强!
KL7* 疫情将逐渐下降!而发病的职业特征!即农民

高发也更加明显! 故做好该部分人群的防病工作尤

为重要"
临床诊断病例血清学核实! 符合率仅 CDI$?M!临

床上存有大量误诊"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! 临床诊断

KL7* 现症患者多在发热期到村级卫生室或个体诊所

拟感冒治疗过!是否有病情较轻#症状不典型者即得

以控制而未被发现!建议在基层卫生室设点!于高发

季节对所有就诊发热病人进行抗JKL7*3 OP9 检测!
以早期确诊并准确掌握本地区的疫情动态"

健 康 人 群 KL7* 免 疫 水 平 调 查! 平 均 阳 性 率

>>I$#M!高于其他地区" 该县近几年的监测结果一

直 维 持 在 较 高 的 水 平! 如 !"""#!""! 年 分 别 达 到

!CI#@M和 !>I##M!分析隐性感染率与人间疫情间呈

负相关!可能是该县 KL7* 疫情下降的原因之一" 人

与鼠的频繁接触亦可导致隐性感染率的升高! 提醒

应大力开展防鼠#灭鼠!尽快降低鼠密度!减少危害"
宿主动物监测证明! 啮齿目的褐家鼠# 黑线姬

鼠#小家鼠#黑线仓鼠及食虫目的鼩鼱均携带病毒!
褐家鼠# 黑线姬鼠# 小家鼠构成比分别为 D$I">M#
!#ID>M#>EI?CM!春季室内#秋季野外的鼠密度及带

毒率均无差别"该县历史上曾以家鼠型流行为主!但

近 $ 年来的春季室内未监测到带毒鼠! 秋季野外鼠

带毒率却逐年上升!!""@ 年鼠带毒率达历史最高的

CI?$M! 提示该县已由以家鼠型为主演变为姬鼠型

为主的混合型疫区 Q!R" 这亦可能是生活居住条件改

善#注重室内而疏于野外防鼠#灭鼠的缘故"
鼠带毒指数与发病率相关分析$ 春季鼠带毒指

数与春峰#秋冬峰及年发病率均呈正相关!提示春季

鼠间疫情对人间疫情仍有一定影响% 而秋季混合指

数则与发病率无相关性! 这与该县秋冬季高发的特

点不相符%分析 !""@ 年监测结果显示!秋季鼠带毒

指数较高!秋冬峰及年平均发病率均较低!这可能由

于人间疫情的误诊有关! 或因人群免疫水平提高导

致了疫情的下降% 秋季鼠带毒指数与次年春峰发病

率呈正相关! 提示该县春峰构成中可能含有一定比

例的!型病例成分!秋冬季流行因素波及次年初!这

也支持该县属混合型疫区的观点" 故今后应进一步

加强综合监测!以准确掌握流行因素!为制定科学有

效的防制措施提供依据"
赣 榆 县 县 曾 于 >??D 年 在 高 发 乡 采 用 家 鼠 型

KL7*疫苗! 免疫重点人群!$ 年保护率达 >""M!近

年来的追踪观察亦未发现接种对象发病现象" 另该

县>??? 年以来大力推广 KL7* 双价疫苗接种!这也

有效提高自然人群的免疫水平#降低发病率"因此为

有效防制 KL7* 疫情! 应采取以接种 KL7* 双价疫

苗为主导并集防鼠#灭鼠#卫生宣传为一体的综合防

制措施! 特别是在高发季节之前对高危人群普种疫

苗!必能大大降低发病率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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